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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展到大约 85万亩。不久前，县里

和核桃加工企业摩尔农庄达成核桃供

给协议。今后，双方将在技术管理和

产业深加工方面加强合作，让更多灾

区群众从中受益。

劳务收入是直接增收手段

据保剑介绍，在灾后恢复重建

中，劳务收入已成为鲁甸县增强群众

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家庭增收致富的

重要手段。

记者在龙头山镇骡马口社区恢复

重建工地见到了工人管由学。现年 26
岁的管由学来自龙头山镇王家老包

社，此前长期在深圳、昆明等地打

工，每月能挣两三千元钱。在震后安

居房建设大潮中，他回乡打工，每天

能挣 150元。“现在家乡建设任务重，

我家得到政府扶持，建设了300多平方

米的统规统建房，我在外面学会了钢

筋工技术，回来打工既能照顾家，又

能挣钱。” 管由学说，在灾区，像他

这样回乡参与建设的人比比皆是。

鲁甸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办主任

戚发孝告诉记者，鲁甸县是劳务输出

大县，不少农民常年外出务工。灾区

恢复重建后，鲁甸打出“自己的房子

自己修”口号，鼓励引导外出务工人

员回乡参加建设。

鲁甸县还通过加强技术培训，将

青壮年劳动力就地转为务工人员。曾

在矿山打工的村民李怀荣因一场矿难

受伤赋闲家中。地震后，李怀荣家搬

进了小凉山集中安置点。 2015 年 4
月，在县里部署下，火德红镇组织群

众参与劳务技能培训，帮助大家学习

一技之长，实现自力更生。李怀荣得

知消息后，报名参加了劳动强度相对

较小的电焊技术培训。“县里请来昆明

的电焊老师对我们进行 2个星期的培

训。” 如今，李怀荣学会了电焊技

术。现在，他在镇上给重建房屋的村

民制作铁门、折叠门等。“只要想做，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一天有120元收

入。” 李怀荣说。

据县人社局介绍，鲁甸县对受

灾群众和特殊困难户进行逐户梳

理，建档立卡，确保每户至少一人能

参与培训实现就近就业。在此基础

上，请技术员采取边教边做的办法，

对受灾群众展开钢筋工、砌筑工等

工种培训。

目前，在鲁甸恢复重建工地上，

至少有 1万人是引回或就地转为劳务

工人的受灾群众。同时，鲁甸县还由

政府出面，通过网络发布人力资源信

息等，积极与广东、福建、江浙等沿

海地区用工方对接，送灾区群众到外

省务工。2015年，全县外出务工人员

达 14.5万人，直接增收达 14.6亿元，

有效支援了灾区重建。
本刊记者 刘 宇■

地震给鲁甸县的各项基础设施造成

巨大破坏。在抢险救灾阶段，各相关部

门打通“生命线”的速度有目共睹，如

今各乡镇恢复重建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

展开。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鲁甸县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否达到“交
通、水利、电力都有明显改善并超过震
前水平”的要求？

保通修路一起抓

鲁甸地震发生时，龙头山、火德红

两镇的公路损毁严重。经过几昼夜的抢

修，通往重灾区各行政村的公路彻底打

通，有力保证了抗震救灾机械、人员、

物资的顺利通行。

抢通工作困难且危险，但保通面

临的压力同样巨大。由于余震不断、

经常下雨以及地质疏松，有时早上刚

刚恢复通车的道路晚上又毁坏了，一

条路反复抢修成为了“家常便饭”。

据鲁甸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主任郑
宁介绍，沿牛栏江一带村寨的道路最容
易发生险情。“因为牛栏江边的公路都
是盘山路，余震和长期下雨会导致石块
和土壤松动滑落，公路的下边坡就会直
接垮掉，塌陷到牛栏江里；而遭遇沙石
冲击的上边坡又会整体坍塌，将道路全部
掩埋。”郑宁说，一旦发现重点道路中
断，如果能依靠推土机、挖掘机解决的，

县交运局会马上处理，如果不能现场解
决，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方案。

据了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保通
战役”中，有两名工作人员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一位交通安全观察员在龙头山
进行抢通时，被余震导致的塌方掩埋。
一位民爆公司的技术人员因为对刚抢通
的道路不熟悉，开车滚下山崖。

在开展抢通保通的同时，鲁甸县
“完善路网结构，提升全县公路通行能
力”的道路修复新建工作也在有序开
展。争取到的 32 个交通恢复重建项
目，包括国省干线公路 3 条约 57 公
里、重要通道5条283公里、农村公路
22条172公里、客运站2座，预计2017

完善基建 为灾区腾飞“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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